
本报讯 2019年以来，在

很多视频网站和短视频应用

上，一对可爱而又搞怪的动画

小姐妹成为风靡全国的人

物。她们就是目前全网已经坐

拥2000多万粉丝的动漫IP《爆

笑两姐妹》中的主角。而她们

的成功则要归功于该作品的导

演、青年动画艺术家马晓俊。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他，除

了目前红极一时的《爆笑两姐

妹》外，也曾执导过多部长篇

和短片动画，包括曾经获得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

品奖的《鱼龙勇士》，以及中国

（北京）大学生动画节ASIFA

中国奖的动画短片《诺言》。

从业至今的 10多年中，

马晓俊一直想要打造一款适合

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动画IP，并

希望将其培养成能够贴近现代

中国人生活的品牌动画。因

此，《爆笑两姐妹》从选材上就

选中了能够反映当下二胎问

题，并且选取年龄偏差比较大

的一对小姐妹作为故事的主

角。在形象的设计上也下足了

功夫，更偏向了大众审美，从而

让更多的粉丝接受。在核心的

内容创作上，区别于单纯的搞

笑，《爆笑两姐妹》在搞笑的同

时充分展现出了现实主义的严

肃精神，用轻松的方式探讨了

一些引起社会反思的问题，接

地气的同时也不会显得乏味。

接下来，马晓俊将继续创

作更多有意思的故事，而此IP

的受众面很广，可以同时争取

更多的授权合作。二者相辅

相成，更好地推广《爆笑两姐

妹》，让这个IP在收获口碑的

同时也能带来更多的商业价

值，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动

画IP之一。 （何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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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文化资讯“文化+直播”人气爆表“国潮消费”弯道超车

东山人民为什么“先祭谷公，再拜祖宗”
《谷文昌的故事》用事实告诉读者，他是一个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

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好干部

融入了中国文化、中国元素，尤其是凝结了传统文化的产品，切准了人们对东方美学的认同，
同时伴随消费和审美升级，成为消费场域里美好生活的一种指征

□ 陈 龙

国潮，正在弯道超车——

上海“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

直播周”日前启动，首日大直

播中，永久牌自行车在抖音亮

出了一句新消费豪言。

同一天，密布满城的直播

间似乎都能为这句豪言找到佐

证。小红书的直播间里，被“种

草”的用户齐刷刷“求链接”“求

地址”，海派旗袍蔓楼兰汇聚了

单场24万人气值；东方网的直

播开进了七宝非遗手作集市，

汉服体验成了其间最为热闹的

项目。回溯前两天的预热活

动，回力球鞋与上海美影厂联

手在葫芦娃上做文章，“如意”

系列的最新款，销售额已超300

万元。翻翻“品质生活直播周”

的排片表，大白兔、蜂花等国潮

也将通过拼多多、美团等融入

“直播第一城”的节日。

人们谈“国潮”，谈的是什

么？拼多多副总裁陈秋这样

拆解：“狭义地看，新的产品设

计中融入了中国文化、中国元

素，尤其是凝结了传统文化，

便是国潮。它切准了人们对

东方美学的认同，同时伴随消

费升级和审美升级，成为消费

场域里美好生活的一种指

征。而更广义地看，中国经济

的整体发展向好，我们的社零

总额达 41 万亿元，那些强调

中国自主设计的、契合更高标

准中国制造的产品，都能称为

国潮。”

在他看来，海派文化、上海

老字号、申城非遗等都是“上海

文化”品牌中具有国潮可能性

的内容，而上海有着“直播第一

城”美誉。“文化+直播经济”的

模式建立，文化所指向的美好

生活理念在直播间里被放大，

一条崭新的国潮消费“超车

道”，就可能在上海显现。

文化理念越来越被重视

珍珠、盘锦绣、白芍、重工

旗袍……材质、工艺名词一个

个在直播间里抛出，弹幕里有人

喊话“蹲老师的笔记”，附和者一

片“从未想到海派旗袍如此美

丽”。笔记，小红书平台的社交

方式，用户们发笔记或图文、或

视频，传递分享自己眼中的美好

生活。有人要“蹲”笔记，意味着

写笔记的人“种草”成功了。

6月1日午后1小时，主播

陈逸慧带着网友在蔓楼兰的海

派旗袍“大衣柜”里挑花了眼。

从亲民的日常款换到施华洛世

奇联名款，再到代表海派旗袍

经典的镇店之宝，不重样的风

格赢来热烈的弹幕“每一件都

好看”“婚礼预定”。主播替大

家试穿的当口，品牌设计师接

管直播间，给屏幕前潜在的消

费者讲品牌故事、讲每一件旗

袍都有自己美丽名字的精心设

计。“墨色竹韵”融合了西方的

材质、中式的竹文化，“辉羽幻

瑛”则是中式美学的线条与创

新材质的创意结合。海派旗袍

糅进海纳百川的文化，“听课”

与“看换装”，设计背后的文化

与直播间消费的体验式场景，

相得益彰。一小时倏忽而逝。

小红书合伙人、党支部书

记曾秀莲表示，许多人也许比

自己所想象的更为看中消费

承载的文化理念，平台所做

的，就是在捕捉到用户需求

后，用各自的方式激发出新的

消费空间。“小红书上，关于旗

袍的笔记超过8万篇。旗袍是

极具海派文化特质的服饰，我

们由此想到，发挥小红书长期

深耕生活方式领域的优势，以

及互动直播的差异化特点，输

出上海的品质生活理念，将上

海丰富的文化、文创消费资

源，推荐给更多对品质生活有

追求的用户。”

换言之，用户对海派文化

的需求一直在。平台此次直播

的积极反响，印证了文化理念

在催动消费欲望时越来越高的

比重。

文化认同成为消费新增长点

拼多多为这次“品质生活直

播周”准备了5天的“赛道”。围

绕上海老字号、经典文创、时尚

生活等五大消费需求，该平台将

投入不低于1.5亿元的现金及优

惠券补贴，以及超过3亿元营销

资源，通过线上的“品质生活”专

场与线下千店大联播，为上海市

民的美好生活添砖加瓦。其中，

回力、蜂花、百雀羚、光明大白兔

等都是老字号换上了新面孔。

据陈秋回忆，拼多多其实

从2019年5月就推出了“上海

老字号新电商计划”。以蜂花护

发素为例，这款上海市民记忆里

的高性价比好货，在携手拼多多

订制后，无硅油的“蜂花大家乐”

在该平台的销售增长规模超过

400%。更重要的是，拼多多为

蜂花带去了宝贵的需求数据，

为产品线升级提供了方向——

既然“无硅油”是现今消费者对

于护发产品的集中性需求，老

字号何不抢滩市场？

“相同的产品功能，但因为

文脉上的亲近、文化上的认

同，是老字号赢得消费新增长

点的切入口。”邵毓挺是近年

来专注开发海派伴手礼的专

业人士。在他看来，让产品变

成海派文化“可阅读”的一种

载体，是能激发国潮消费新空

间的重要方式。

无独有偶，另一场即将开

启的直播中，光明与美团合

作，光明大白兔雪糕尚未登场，

已经预定了极高的关注度。凤

凰自行车到东方网讲什么故

事，上海家化又会在抖音开启

怎样的东方美学新篇章；而奶

茶、香水、润唇膏、服装、包包等

商品又会被加上我们熟悉的哪

一样联名品牌？这些，不仅是

产品形象上的再设计，更是借

用文化的活力、凝聚力，拉动

内需、释放消费潜力。这样的

片段，近期正在申城上演。

□ 原上草

俗话说，作为干部，金杯银

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而福建省

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去世

多年后，当地老百姓还在每年

祭拜他，并发自内心的说出“先

祭谷公，再拜祖宗”这样的话，

可见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的地

位有多高。

谷文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人？他为何就那么让东山百姓

念念不忘？《谷文昌的故事》用

事实告诉读者，他是一个一心

一意为老百姓办事，默默无闻甘

于奉献的好干部。这本书分一

心为党谋、俯首为人民、铁肩担

责任、清风遗后人4部分，共55

个故事。每个故事看似普普通

通、语言无华，但通过实事求是、

朴素见真的故事叙述，一点一滴

把谷文昌的所作所为及东山县

的历史变化交待得清清楚楚。

谷文昌生于1915年10月

15日，是河南省林县石板岩乡

郭家庄村人。自小读过几个月

的私塾，后因家贫欠地主家的

债而给地主放牛抵债。之后，

种田、学石匠手艺、当石匠，再

后来当农会主席、入党，当区

长、区委书记等。1949年1月

被编入解放军南下部队，1950

年 5 月随部队解放福建东山

岛。随后又听从党的安排在福

建东山工作，先后任区委书记、

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1955年

4月~1964年 3月任东山县委

书记。因工作成绩优异，1964

年，谷文昌改任福建省林业厅

副厅长。5年之后，被下放劳动

改造，改造期间还任过宁化县

隆陂水库工程总指挥。1972

年，谷文昌上任龙溪地区（今漳

州市）林业局局长、龙溪地区农

委主任，1978年任龙溪地区行

署副专员。1981年 1月 30日

在漳州因病去世，终年66岁。

从书中我们得知，谷文昌

的家乡就是创造了人间奇迹红

旗渠的河南林县，从他的身上

我们也感受到了那种战天斗地

的精神气势。

福建东山县原为东山岛，

刚解放时岛上只有6万人，而且

很多家庭都是国民党部队的家

属，那是因为国民党在离开东

山岛之前强拉壮丁造成的。当

时的岛上树木稀少、岩石裸露、

土地沙化、淡水奇缺，人民苦不

堪言。资料显示，“昔日东山，

一年刮6级以上大风的时间超

过150天。而194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仅有林木147亩，森林

覆盖率仅为0.12%。狂风起时，

沙尘滚滚、遮天蔽日。”东山人

民长期被风、沙、旱、涝压得抬

不起头、喘不过气。那里流传

着这样的民谣：“春夏苦旱灾，

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

季都有灾。”“微风三寸土，风大

石头飞。”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生存，相当一部分人吃不饱饭，

外出逃亡者占1/10。

共产党人到了这样的地

方，面对各种困难没有被吓

倒。谷文昌作为党派来的干

部，与当地干部和百姓一起在

东山岛上开始了改天换地之

旅。从书中叙述的故事看，

谷文昌身上有很多闪光点。

一是他在执行实施党的政

策时，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比如，在1957年打右派之

后，他很关心右派家属，而且针

对一些被划成右派的人的特

长，适当安排工作，让他们有事

做，继续为人民发挥作用。再

比如，1958年全国兴起大炼钢

铁运动，当人们毁锅砸鼎炼钢

时，他感到不正常，他更焦虑的

是东山没有燃料资源，当有人

要砍400多年的老榕树当柴烧

时，他阻止了。他看到了浪费

民力的状况，尖锐地指出，“看

一块赤石子，就说是铁矿。看

见一个蚝镜片，就说是云母

矿。一夜报矿40种，真是乱弹

琴。”“能不能炼钢，还是先搞两

个炉子试试。”他让人在县委大

院里支起两个炼钢炉子，烟熏

火燎的折腾了几天，炼出的都

是废渣，于是大炼钢铁在东山

也就不了了之。

二是谷文昌善于观察思

考、开动脑筋，利用先进技术改

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提

高生产力。比如，谷文昌在工

作中精心钻研水稻种植技术，

成为水稻土专家后，被下放到

山区农村的一个大队，那个大

队粮食单产仅300斤，他指导

村民改串灌为轮灌，改高杆疏

植为低杆密植，增加土壤肥

力。3个措施一实施，水稻果然

大丰收。再比如，东山岛上本

来沙化严重、植被不足，最需要

植树，但一般树木载在岛上极

难成活。谷文昌带着干部群

众，遍岛考察、遍查资料，最后

发现木麻黄适合在岛上生存。

于是他们克服无数困难，一次

次试验，终于使木麻黄在岛上

普及。然后又在木麻黄的背后

种上松树、果树和各种花草。

经过10多年的苦干终于让从前

灾害频繁、光秃一片的东山岛

变成了花果飘香、绿树成荫的

美丽新世界。

三是谷文昌处处作表率，

实干在前，有改天换地的气派，

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东山岛本来是个离岛，谷文昌

和他带领的干部们，为了让群

众生活更方便，让东山经济发

展上去，他们在上级领导支持

下，与广大群众一起苦干加巧

干，筑大坝、修公路，让离岛变

成了半岛，彻底改变了东山经

济社会发展的条件。

四是谷文昌一心跟党走、

奉献自己，但他对自己、对家人

却要求极严。谷文昌在东山

县、漳州市或省城工作几十年，

说来也算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

了，但他从不谋私利，也没有利

用手中权力安排子女工作或让

子女占公家的一点便宜，只知

为百姓谋利、为百姓实干，从不

考虑个人得失。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实干、

智慧和胸怀百姓、无私忘我的

精神感动了东山人民，在他死

后，东山人民给他立了碑，建了

纪念馆。每到清明节，很多东

山人来到这里祭拜他，而且喊

出“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心

声。习近平总书记得知这种情

况后，写道：“福建东山县的县

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

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

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

‘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

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

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

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

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

梵高艺术沉浸式体验展吸引市民
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心灵的畅想——梵高艺术沉浸式体验展”，以360度全息全景视频影

像技术等，还原梵高200余幅画作，吸引市民参观。图为观众沉浸于全息全景视频影像还原的梵

高作品中。 王 刚 摄

国家大剧院恢复参观 线下演出尚待重启
本报讯 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闭门4个多月的国家

大剧院6月2日迎来观众，但

目前开放仅限公众参观，线下

演出的全面重启尚无时间表。

6月2日一早，预约参观的

观众就已经在大剧院北门排

起长队。上午10:00整，国家

大剧院副院长朱敬带领工作

人员在北门安检入场口迎接

观众们的到来，并为观众送上

纪念封和明信片。

朱敬表示，为做好疫情防

控，国家大剧院建立预约制

度，并制定了详细的参观游览

方案。恢复参观后，国家大剧

院实行实名制预约参观，每日

预约参观人数限额600人，开

放参观时间调整为每周二~周

日10:00～16:00。每位进入

剧院参观游览的观众都需要

进行体温检测及健康码核验，

确保防控措施到位。

提及观众最为关心的重

启演出，朱敬表示，尽管全面的

线下演出重启尚无时间表，但

剧院将在接下来进行一些线

上、线下双轨的音乐会，“从6月

6日起，我们计划实施线上、线

下双线并行的音乐会，将特邀

部分观众到剧院来参与。”

“同时随着疫情趋稳向好

的态势，我们也会适时推出线

下演出，特邀医务工作者代表、

基层社区代表和会员代表等前

来观看，以感谢医务人员和一

线工作者在抗疫中的突出贡

献。”朱敬说。 （高 凯）

新苗茁壮，希望如火，摇篮里蓬勃着未来。5月30日，由四川

力士达集团和力士达关工委、力士达党支部、力士达工会联合举办

的“六一”主题活动。力士达红色家园依旧别样红，不缺席每一个

重要的节日，不略过每一位家人的成长，“六一”儿童节也不例外。

妙趣横生的互动、精彩好玩的游戏，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发自肺腑

的长辈寄语，都只愿暖心祝福换得力士达大小朋友的开心笑颜，愿

力士达的大小朋友都度过一个有仪式感的儿童节。图为四川力士

达集团总裁、红色家园大家长郑道昌为小朋友书写寄语。

本报记者 曾 华 摄

本 报 讯 6 月 13 日 是

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

下简称遗产日），文化和旅游

部在遗产日前后将集中开展

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据

悉，今年的遗产日非遗活动以

网络平台开展为主，各地的线

下活动在服从当地疫情管控

的各项要求和规范下举行。

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主

题为“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

重点围绕传统体育、传统医药

和餐饮非遗项目，挖掘非遗在

促进大众身心健康方面的典

型案例，宣传非遗在防控疫情

中的积极作用。

遗产日非遗全国主会场活

动“云游非遗·影像展”由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几家网络平

台共同承办。1000余部非遗

传承纪录影像、非遗题材纪录

片将在线进行公益性展播，同

步推出“拥抱身边的非遗”系列

专题片，各平台将发起“走近非

遗”“我的非遗手艺”等话题。6

月8日起，相关内容将陆续上

线，“云游非遗·影像展”及相关

活动将持续到6月14日。

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

台将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

非遗相关单位、企业和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将在各网络平台

开展销售活动。各地也将在

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

在历史文化街区、非遗老字号

等场所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线下“非遗购物节”活动。

（郑海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将举办非遗购物节

四 川 力 士 达 寄 语 小 朋 友 茁 壮 成 长

《爆笑两姐妹》收获口碑和商业价值


